
2017年 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上宣布，中国将从 2018

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政府推进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2018年 11月 5-1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 截至 2018年 10

月 1日，已有 130余个国家和地区、2800多家企业确认参加博览会。作为金砖国家成员，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的企业也积极参加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为了全方位、

定量地描绘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贸易的发展状况，为中国进口博览会进口商、金砖国家
出口商提供决策上的帮助，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经贸指数研究院编制了包括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竞争力指数、进口贸易活力指数、进口贸易潜力指数与贸易信心指
数在内的“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指数系列。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竞争力指数由 5个特征
指标构成，“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活力指数由 3个特征指标构成，“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潜
力指数由引力模型进行测算，“金砖国家”贸易信心指数由市场调查数据进行测算。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指数系列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经贸指数研究院
研制，主要研制队伍包括刘永辉教授、张建新副教授、周昀博士、周平博士、孙辞海博
士、李瑞囡博士，以及潘文捷、任一平、赵晓晖、国琴、林蓓、杨亭宇、吴家慧、阳扬、闫思
宇、吴玉林、张来宝、彭红等研究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黄建忠教授、高
运胜教授、汪建新教授，以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
研究院尚宇红教授等对“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指数系列的编制和解读提出了一系列富
有建设性的意见。

一、指数的对比分析

（一）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产品保持持续增长的能力偏弱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竞争力指数衡量的是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产品保持持续增长

的能力，包括进口市场占有率、交叉进口市场占有率、进口显示性比较优势、交叉进口显
示性比较优势以及进口贸易相似性 5个特征指标。 基于指数构建框架， 利用 2010年 1

月－2017年 9月中国与金砖国家进出口的月度数据，我们测算得到 2016年 1月至 2017

年 9月“金砖国家”进口贸易竞争力指数。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竞争力指数介于[0，100]，

指数值越接近于 100点，中国从金砖各国进口产品保持持续增长的能力越强；指数值越
接近于 0点，中国从金砖各国进口产品保持持续增长的能力越弱。

在研究区间内，“金砖国家”进口贸易竞争力指数都低于 50点（表 1所示），这说明中
国从金砖国家进口产品保持持续增长的能力偏弱。 具体来看，“中国-巴西”进口贸易竞
争力指数的变动幅度较大，两极分化较为明显，最大值为 45.55点，最小值为 18.92点。

“中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与“中国-南非”进口贸易竞争力指数变动较为平缓，前两
者的指数主要集中于 25点附近，后者的指数主要集中于 15点附近。

（二）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产品成长能力季节波动明显，两极分化显著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活力指数选取进口市场占有率增长率、交叉进口市场占有率

增长率和进口增长率，反映了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贸易的成长性。 基于指数构建框架，

利用 2010年 1月－2017年 9月中国与金砖国家进出口的月度数据，我们测算得到 2016

年 1月至 2017年 9月“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活力指数。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活力指数介
于[0，100]，指数值越接近于 100点，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产品成长能力越强；指数值越
接近于 0点，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产品成长能力越弱。

表 2显示，“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活力指数两极分化明显，最大值可以达到 80点，最
小值可以接近 10点。 此外，2016年 1季度与 2017年 1季度，金砖各国的指数值均能达
到当年的最大值，季节波动较为明显。 具体来看，“中国-巴西”进口贸易活力指数的变动
幅度较大，两极分化非常明显，最大值为 82.57点，最小值为 13.17点。 “中国-俄罗斯”进
口贸易活力指数的变动幅度也较大，两极分化非常明显，最大值为 78.64点，最小值为
24.62点。 “中国-印度”进口贸易活力指数的变动幅度也较大，两极分化非常明显，最大
值为 74.92点，最小值为 16.05点。 “中国-南非”进口贸易活力指数的变动幅度较大，两
极分化非常明显，最大值为 72.36点，最小值为 14.80点。

（三）对于中国的进口而言，金砖国家均属于潜力开拓型国家
进口贸易潜力是指隐藏的、未被开发出来的进口贸易能力，反映未来进口贸易发展的

可能性。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潜力指数基于 2010-2016年的年度数据，利用贸易引力模型
计算而得。 需要注意的是，贸易潜力指数数值越小，排名越靠前，双边贸易潜力越大。

表 3显示了 2010年至 2016年中国与金砖国家的进口贸易潜力指数， 整体而言，金
砖各国的指数值均在 1左右，彼此差距较小。 对于中国而言，这些金砖国家均属于潜力
开拓型国家，中国从这些国家进行进口贸易时，增长的空间有限，双方应着力于挖掘新
的贸易增长点，同时积极维护原有的贸易关系，以使得双边贸易在未来能持续发展。

（四）国内外贸易从业人员对中国与金砖国家的贸易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金砖国家”贸易信心指数包括贸易势头、贸易收益和贸易前景三大特征指标。 贸易

信心指数是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 以加权求和为基础计算得到的， 取值在 0-200点之
间。 贸易信心以 100点为基准，高于 100点表示信心较强，低于 100点表示信心较弱，分
数越高信心越强，分数越低信心越弱。

为了了解金砖国家贸易从业者对中国与金砖国家双边贸易的信心程度， 我们对中
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交会)、义乌进口商
品博览会的商家以及义务国际商贸城、国际生产资料市场的商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
结果显示（图 1）：

第一，贸易信心较强。在 2018年 1季度，中国商户的信心指数为 127.27，外国商户的
信心指数为 152.58，他们的进口贸易信心指数均高于 120点，贸易信心较强，这表明国内
外贸易从业人员对中国与其它金砖国家的贸易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第二，外国商户贸易信心高于中国商户。 在 2018年 1季度，不论是信心指数，还是
三大特征指标，外国商户均高于中国商户。 具体来看，外国商户信心指数、贸易势头、贸
易收益以及贸易前景分别高出中国商户 25.31点、15.88点、25.28点以及 44.21点。

图 1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信心指数及特征指标（2018年 1季度）

二、产品画像

中国与金砖国家经贸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总体呈增长态势。 2017年，中国与金砖
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 2956.13亿美元，同比增长 21.82%。 其中，中国从金砖国家进
口约为 1409.81亿美元，同比增长 25.75%；中国向金砖国家出口约为 1546.32亿美元，同
比增长 18.43%。

为了精准刻画中国与金砖国家在不同类型产品上的贸易情况， 我们基于国际通用
的 HS分类（2012版）将对外贸易的产品分为 21类。 由于第 19类产品涵盖了武器、弹药
及其零件、附件，该类数据不易获取，因此本文剔除了第 19类产品，基于剩余的 20类产
品进行分析。 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仅选取了核心的特征指标对每一类产品的贸易情况进
行详细分析。

（一）中国从金砖国家主要进口农产品，而其他类别的产品尚未成为中国的主要进
口来源

进口市场占有率测算的是中国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占中国从世界的进口的
比重，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该国（或地区）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进口来源国。 根据图 2

的显示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仅有少量农产品的数值高于 5%，这说明中国从金砖国家主
要进口农产品，而其他类别的产品尚未成为中国的主要进口来源，贸易水平有待提升。

具体来看：（1）中国自巴西进口的产品中，仅有 3个类别产品的进口市场占有率高
于 5%，从大到小依次为：第 2类产品、第 10类产品以及第 1类产品。 这三个类别的产品
主要包括：植物产品、木制品以及动物产品。 （2）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产品中，仅有 3个
类别产品的进口市场占有率高于 5%，从大到小依次为：第 9类产品、第 1类产品以及第
5类产品。 这三个类别的产品主要包括：咖啡、茶和香料、植物产品以及动物来源产品。

（3）中国自印度进口的产品中，仅有 3个类别产品的进口市场占有率高于 5%，从大到小
依次为：第 21类产品、第 3类产品以及第 11类产品。 这三个类别的产品主要包括：艺术
作品、油脂产品以及纺织品。 （4）中国自南非进口的产品中，所有类别产品的进口市场占
有率均低于 5%。

图 2 “金砖国家”单类产品进口市场占有率的分布情况（2017年 9月）

（二）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的农产品、纺织品以及矿物资源，要优于中国从世界进口
的平均水平

进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测算的是中国从某个国家（或地区）进口某类产品占中国从该
国（或地区）进口总值的份额与中国从世界进口该类产品占中国从世界进口总值的份额
的比重，该指标越大，说明中国从该国（或地区）进口的该类产品的优势越高于中国从世
界进口该类产品的平均水平。 根据图 3的显示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部分农产品、纺织品
以及矿物资源的数值高于 1，这说明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的这些产品要优于中国从世界
进口的平均水平。

具体来看：（1）中国自巴西进口的产品中，仅有 5个类别产品的进口显示性比较优
势高于 1，排名前三的产品从大到小依次为：第 2类产品、第 10类产品以及第 1类产品。

这三个类别的产品主要包括：植物产品、木制品以及动物产品。 （2）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
产品中，仅有 6个类别产品的进口显示性比较优势高于 1，排名前三的产品从大到小依
次为：第 9类产品、第 1类产品以及第 5类产品。 这三个类别的产品主要包括：咖啡、茶
和香料、植物产品以及动物来源产品。 （3）中国自印度进口的产品中，仅有 8个类别产品
的进口显示性比较优势高于 1，排名前三的产品从大到小依次为：第 21类产品、第 3类
产品以及第 11类产品。 这三个类别的产品主要包括：艺术作品、油脂产品以及纺织品。

（4）中国自南非进口的产品中，仅有 6个类别产品的进口显示性比较优势高于 1，排名前
三的产品从大到小依次为：第 5类产品、第 15类产品以及第 11类产品。 这三个类别的
产品主要包括：矿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以及纺织品。

图 3 “金砖国家”单类产品进口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分布情况（2017年 9月）

（三）中国进口农产品、纺织品、矿物资源以及艺术作品，与金砖国家出口这些产品
的互补程度较高

进口贸易相似性测算的是中国进口某类产品与某个国家（或地区）出口该类产品
的重合程度，该指标越大，说明中国进口该类产品与该国（或地区）出口该类产品的互
补程度越强。根据图 4的显示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部分农产品、纺织品、矿物资源以及
艺术作品的数值高于 40%， 这说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与金砖国家出口这些产品的互
补程度较高。

具体来看：（1）中国自巴西进口的产品中，仅有 4个类别产品的进口贸易相似性高
于 40%，排名前三的产品从大到小依次为：第 4类产品、第 1类产品以及第 2类产品。 这
三个类别的产品主要包括：食品饮料、动物产品以及植物产品。 （2）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
产品中，仅有 2个类别产品的进口贸易相似性高于 40%，分别为：第 14类产品以及第 5

类产品。这两个类别的产品主要包括：贵金属及其制品以及矿产品。 （3）中国自印度进口
的产品中，仅有 4个类别产品的进口贸易相似性高于 40%，排名前三的产品从大到小依
次为：第 11类产品、第 12类产品以及第 21类产品。 这三个类别的产品主要包括：纺织
品、鞋帽等产品以及艺术作品。 （4）中国自南非进口的产品中，仅有 1个类别产品的进口
贸易相似性高于 40%，该产品为第 14类产品，主要包括贵金属及其制品。

图 4 “金砖国家”单类产品进口贸易相似性的分布情况（2017年 9月）

（四）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部分农产品、艺术作品以及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增长速度
较快

进口增长率测算的是中国从某国（或地区）进口产品的环比增长率，该值越大，说明
中国从某国（或地区）进口产品具有越快的增长速度。 根据图 5的显示结果，我们可以发
现部分农产品、艺术作品以及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增长率排名靠前，这说明中国从金砖国
家进口这些产品的增长速度较快。

 

  

图 5 “金砖国家”单类产品进口增长率排名的雷达图（2017年 9月）

具体来看：（1）中国自巴西进口的产品中，进口增长率排名前 3的产品类别依次为：

第 21类产品、第 14类产品以及第 6类产品。 这些产品主要包括：艺术作品、贵金属及其
制品以及化工产品。 （2）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产品中，进口增长率排名前 3的产品类别
依次为：第 21类产品、第 17类产品以及第 14类产品。 这些产品主要包括：艺术作品、运
输设备以及贵金属及其制品。 （3）中国自印度进口的产品中，进口增长率排名前 3的产
品类别依次为：第 21类产品、第 9类产品以及第 11类产品。 这些产品主要包括：艺术作
品、木材及相关材料以及纺织品。 （4）中国自南非进口的产品中，进口增长率排名前 3的
产品类别依次为：第 1类产品、第 2类产品以及第 14类产品。 这些产品主要包括：动物
产品、植物产品以及贵金属及其制品。

三、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指数以及核心特征指标的计算结果，我们发现：

1. 从国家层面来看。 相较于金砖国家，中国从巴西进口的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中国从金砖各国进口产品的增长速度季节波动明显，两极分化较为严重，进而导致中国
与金砖国家的贸易潜力有待进一步开发。 对于中国而言，金砖国家均属于潜力开拓型国
家，中国从这些国家进行进口贸易时，增长的空间有限，双方应着力于挖掘新的贸易增
长点，同时积极维护原有的贸易关系，以使得双边贸易在未来能持续发展。 此外，通过我
们的市场调研发现，在 2018年 1季度，中国与金砖国家的贸易信心指数较高，这也表明
贸易从业人员对中国与其它金砖国家的贸易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2. 从产品层面来看。中国与金砖国家的互补程度较高；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的产品
主要包括农产品、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矿物质等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要优
于中国从世界进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优于金砖国家向世界出口的平均水平。 根据贸易
增长速度的指标进行分析，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农产品、纺织品以及鞋帽等劳动密集型
产品，占中国总进口份额的增长速度较快。

依据上述的分析结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经贸指数研究院从以下几个
方面提出进一步促进中国从金砖国家进行进口贸易的建议：

1. 积极扩大从金砖国家的进口，强化提升我国进口贸易平台建设。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上指出，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采取重大举措，并主动扩
大进口。 这也为中国从金砖国家扩大进口提供了有利的保障，通过积极扩大进口，可以
缩小中国与多数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 此外，还可以通过借鉴国际自由贸易区的通
行惯例，强化提升我国进口贸易平台建设，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进口贸易基地，

为我国降低国际贸易顺差，优化外贸结构提供示范带头作用。

2. 与金砖国家进行“精准式”合作，在实施差异化战略措施的同时，兼顾金砖各国发
展诉求，真正做到互需互补。 金砖各国是各大洲最重要的新兴大国，也是差异最大的国
家。 俄罗斯、巴西和南非都是资源出口大国，而中国和印度都是资源、能源进口大国。 譬
如：南非是以农业和采矿业为基础、制造业为主导的较为发达的现代经济；印度的崛起
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性转移，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主要
包括：软件业、IT业以及制药业。 因此，在与每个金砖国家进行合作时，不能将它们简单
地视为整体，而要依据金砖各国的现实情况，进行“精准式”合作。

3. 有效对接“金砖+”与“一带一路”倡议。 当前，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仍
局限于农产品、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矿物质等资源密集型产品，通过“金砖+”与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吸纳更多的合作成员加入，既可以为全球发展带来积极的溢出效
应，也可以依赖广阔的国际市场为自身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者，也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成员国，积极推进金砖合作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有
效对接，有助于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坚强后盾。 （刘永辉 周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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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活力指数

日期 “中国-巴西” “中国-俄罗斯” “中国-印度” “中国-南非”

201601 18.92 21.39 18.81 11.39

201602 27.00 24.84 21.99 12.51

201603 38.02 25.28 22.86 15.06

201604 43.82 23.07 18.48 15.73

201605 41.69 24.10 22.75 17.31

201606 39.46 24.55 24.58 14.33

201607 33.52 21.77 23.39 14.17

201608 28.49 21.22 19.61 12.72

201609 24.01 22.14 31.57 13.80

201610 26.93 24.65 24.66 13.05

201611 20.11 23.33 23.40 16.34

201612 22.37 26.98 20.87 14.56

201701 28.40 27.89 24.96 16.38

201702 33.91 26.14 28.19 15.61

201703 43.94 27.65 26.20 17.19

201704 45.55 26.26 24.64 16.07

201705 42.41 25.76 22.82 15.66

201706 39.38 26.20 19.38 16.60

201707 34.28 23.90 17.60 15.71

201708 34.00 25.25 20.25 16.09

201709 28.42 23.34 20.44 16.43

表 1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竞争力指数

日期 “中国-巴西” “中国-俄罗斯” “中国-印度” “中国-南非”

2010 0.9418 0.8321 1.4987 0.8237

2011 0.9008 1.2018 1.1866 0.9013

2012 0.9062 1.069 0.9548 1.0017

2013 0.9497 1.0754 0.8754 0.9361

2014 1.0224 1.1334 0.9155 1.1084

2015 1.096 0.9873 0.8627 1.0539

2016 1.2549 0.831 0.8251 1.1566

表 3 “金砖国家”进口贸易潜力指数

日期 “中国-巴西” “中国-俄罗斯” “中国-印度” “中国-南非”

201601 38.33 30.77 17.03 14.80

201602 37.72 78.64 18.76 13.27

201603 37.30 40.20 20.27 21.41

201604 42.12 25.61 22.73 26.84

201605 30.56 39.52 23.55 30.39

201606 25.70 28.76 21.93 18.15

201607 23.69 24.62 25.49 17.71

201608 24.24 32.27 16.05 22.70

201609 13.17 28.01 24.70 26.66

201610 31.18 28.29 26.52 24.09

201611 22.46 34.10 44.90 58.78

201612 34.22 42.72 49.16 50.66

201701 82.57 62.49 74.92 72.36

201702 74.17 48.73 54.78 49.13

201703 53.63 46.75 57.42 44.34

201704 42.48 49.96 55.48 41.76

201705 40.37 40.84 31.54 25.21

201706 40.52 47.27 49.83 31.14

201707 39.00 50.34 56.07 41.64

201708 54.47 53.84 69.79 58.93

201709 53.99 45.83 56.68 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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